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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前后》

前言

　　古老而智慧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绚烂的文化，先秦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基本界定了
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并且演生为内在的精神价值，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规约着这片土地上亿万斯
民的心灵世界。然而，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以及斯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不仅让我们对那
些来自海洋异质文明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而且在这种了解背后更承载着文化和现实的双重使命。自
晚清第一批试图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方学术文化，形成中国西学译介涓涓细流，递及民
国时代新学人的大力引进而渐成滔滔之势。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习知，更希图
通过对西学的了解，滋养和更生己国之国民精神，以实现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急切历史诉求。　　时
至今日，中国致力社会现代化的努力和全球趋于一体化并肩而行。尽管历史的情境迥异于往昔，但中
国寻求精神补益和国家富强的基调鸣响依旧。在此种情形下，一方面是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彼此交织，
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仍然渴盼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图将之融入我们深邃的传统，为我们的
文化智慧添加新的因子，进而萌发生长为深蕴人文气息、批判却宽容、自由与创造的思维方式。惟如
此，中国的学术文化才会不断提升，中国的精神品格才会历久弥新，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最为坚实长久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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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前后》

内容概要

F．M．康福德（1874-1943）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和诗人。1899年至1943年任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一生著述颇丰。
本书是作者在四篇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是有关古希腊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内容涉及苏格拉底
时代前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等内容。在书中，作者以苏格拉底为分界点，将古希腊哲学史分为四个
阶段：苏格拉底之前的爱奥尼亚科学、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时期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当然，作者并
非只探讨这几个人，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学者及学派也有所涉及，对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斯多噶派
和伊壁鸠鲁学派也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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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前后》

作者简介

《苏格拉底前后》是作者在四篇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是有关古希腊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内容
涉及苏格拉底时代前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等内容。在书中，作者以苏格拉底为分界点，将古希腊哲
学史分为四个阶段：苏格拉底之前的爱奥尼亚科学、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时期和亚里士多德时期。
当然，作者并非只探讨这几个人，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学者及学派也有所涉及，对亚里士多德以
后的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也有论述。
康福德在本书中对古希腊哲学史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他的语言也非常生动流畅，使人读
来决不像一般的哲学书那样枯燥乏味，应当说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哲学史名著，同时也是了解和研究
古希腊史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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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前后》

书籍目录

译者序前言第一章  苏格拉底之前的爱奥尼亚科学第二章  苏格拉底第三章  柏拉图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
译名简释索引爱奥尼亚哲学是科学的吗？毕达哥拉斯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和科学柏拉图与奥尔弗斯柏拉
图的多神论：一个致歉柏拉图的国家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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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苏格拉底之前的爱奥尼亚科学　　在讲座的过程中，我将谈到希腊哲学中最具创造力的
整个时期——苏格拉底之前爱奥尼亚的自然科学、苏格拉底本人的哲学以及他的主要继承者柏拉图和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并不打算简要勾勒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这近三个世纪的思
想史，我只想阐释为什么苏格拉底的生活和工作突出标志着那段历史的关键点或转折点。我们将会谈
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然后谈谈苏格拉底，最后要讲到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扬光大了的苏格拉底哲
学。为什么苏格拉底的名字被用来描述他之前和他之后的希腊哲学？　　柏拉图在他的一部对话录中
已经让苏格拉底自己描述了他所引发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苏格拉底是如何将哲学从研究外在的自然转
移到研究人以及在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目的？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死的当天，他和朋友们的谈话
触及了这样的问题，灵魂是否是一种有始有终的东西？这个问题要求人们重新检视原来对于短暂事物
的形成和消亡的解释。让我来回顾一下这段著名对话。　　苏格拉底开头说到，在他青年时期，他急
于知道哲学家们如何解释世界和生命的起源。但是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关于自然的科学，因为他对那
些已给出的解释和理由感到不满意。例如，当时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
冷热的运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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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章都不难懂，本来就是作者讲演稿的整理，翻译也算不错
2、后半本书的那几篇论文比前面那套演讲的价值大多了,之前我一直以为柏拉图从巴门尼德那里继承
的只有一部分形而上和对表象,日常语言的观念,还好多地方没理清,对毕达哥拉斯也不了解,看了这本书
之后理清了,我接下来还想看一百五十多块的那个前苏格拉底原文批判史,我觉得康福德在细节和诠释
上要比施特劳斯靠谱,也不像后者一样认为柏拉图的思想在现代甚至永恒仍然包含着值得诉求的价值理
想,书里最后一篇论文干脆就认为理想国就是苏联老大哥.
3、老兄文笔忒好。。。
4、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希腊哲学。本书的特点有点儿向中国学者的考据，着重对古希腊哲学家的
观点进行考证和解释。总体来说，限于作者的学术视界，本书对于义理的阐发上有很大的不足。但这
无关紧要。一本书有一本书的价值就够了。
5、单篇论文更为精彩！
6、回家前读完的。几个感想：1、前面讲课的内容真的是好流畅好流畅，我要是哪天讲话能讲成这么
流畅就好了TAT；2、后面的论文涉及到自己蛮关心的几个问题，发现教授那么早之前已经有了比较深
的关注，可见自己还很肤浅以及还离西方学界最前沿的讨论很遥远，再次TAT。。。3、要准备综合看
一些希腊文化、宗教和社会的书，感觉这方面的积累做得很不够，第三次TAT...4、译文还是有一点点
译文，虽然我没对照原文，但是一两处好像看得出翻译得并不统一。我居然开始关注这种事情了，为
自己感动一下，TAT。。。
7、深入浅出
8、#
9、入门书籍，有益的见解
10、找资料时常常出现这本书，没想到有中译本。译本还不错，看的出下了不少功夫。这本书通俗流
畅，但不流于庸俗，真心不错。
11、这个书的题目似不宜这样翻译
12、艾奥尼亚学术流派到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学术的纪要，让你一目
了然；苏柏亚三人传承的论说，有相同也有反驳
13、前半部分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写得很好啦⋯很有文采的介绍性文章。后半部分是一
些学术论文，明显又是为了出书拼凑起来⋯⋯
14、（今天考试昨天深夜开始读。靠，写这么好太过分了！！）前面作爲正文的部分比較好讀，而且
文字優雅，後面附的論文稍有難度了。
15、这种书还是得读原文比较能够理解啊，真心一头雾水。
16、很难想象居然在这么短的篇幅讲得这么清晰
17、后四篇论文没有读
18、挑了第一章，还有毕达哥拉斯、俄耳甫斯教的部分读完。深入得可怕
19、学术差距并不是说说而已
20、了解希腊哲学的必读本。
21、作为讲稿实在是非常非常优秀。
22、内有口水文。。。别的都还不错
23、非常喜欢古希腊的历史和哲学史，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和西方哲学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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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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